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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一语

核心观点

祭扫是一种形式，文明是一种风尚，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文
明祭扫，确保清明节健康、文明、平安。

携手让清明更“清明”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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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对个人而言，我们应对照查小钢的善行义举，经常想一想自己能为他人和
社会做些什么，而不是从他人和社会得到什么。

奉献的人生最动人

核心观点

我们在大力推行这些数字化创新举
措的同时，还得建立与完善相应考核制
度，避免因各种原因导致干部很难腾出
时间到群众家中走一走坐一坐。

□ 市直 一言

今年 61岁的遂昌查小钢曾是丽水的“献血
冠军”，十多年来他献血 148次、7.2万余毫升，
献血量相当于 18个 50公斤体重成年人全身血
液的总和，能帮助 360个人摆脱生命危险。此
外，他还从有限的收入中挤出十万元人民币，
成立“立本慈善基金”资助山区贫困学子。从
2016年至今，他已资助贫困生 12人次。日前，
本报报道了他的感人事迹。

有网友说，查小钢的不寻常之处，就在于
实现了心灵的超越，像一朵花，散发着芬芳的
气息，给人以温馨；像一棵树，庇荫万千行人，
给人以清凉；像一盏灯，照亮暗夜中的漫漫长
路，给人以光明⋯⋯而所有的这一切，不仅源
自那升华的灵魂，更源自他的奉献精神。

奉献，是一种真诚自愿的付出行为，是一
种纯洁高尚的精神境界。无论时代发生怎样
的变化，奉献精神永远熠熠生辉，光耀人间，永
远是鼓舞和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的巨大力量。
市场经济拓展了人们的活动空间，为人们潜在
能力的充分发挥提供了可能。千千万万的工
人、农民、知识分子、经营管理者，走向市场的
舞台，焕发出巨大的创造活力，在为个人和家
庭创造幸福生活的同时，也为社会作出了奉
献。实践证明：奉献的人生最动人。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奉献是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的岗位敬业奉献。在本职岗位上，有没
有奉献精神，工作成效大不一样。人们在本职
岗位上，都要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事业心，忠
于职守，尽职尽责，干一行，爱一行，争一流，创
一流。要大力倡导爱岗敬业、奉献社会的职业
道德，鼓励人们在实际工作中、在平凡的岗位
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
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
暗？如果你是一粒粮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
生命？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
远地坚守着你生活的岗位？”点点滴滴、丝丝缕
缕、粒粒颗颗，汇聚起来，灌溉的是良田万顷，
照亮的是锦绣中华，哺育的是新的生命。我们
不要轻看了自己这一点、一丝、一粒，我们应该
从一点、一丝、一粒的奉献做起。

弘扬奉献精神，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环
境，需要人人参与，需要经过长期的多方面努
力。对个人而言，我们应对照查小钢的善行义
举，经常想一想自己能为他人和社会做些什
么，而不是从他人和社会得到什么。对社会而
言，一定要给奉献者更多的尊重、关爱和荣誉，
绝不能让英雄流汗流血再流泪。对那些损人
利己、自私自利的丑恶行为，要给予充分的揭
露和谴责。扶正祛邪，扬清激浊，奖善惩恶，奉
献精神就能在这种鲜明的导向中得到更好的
弘扬。

□ 莲都 邹成

又逢清明祭扫时。清明祭祖是我们的传
统，承载着我们对先人的一种怀念，也是我们
敬畏生命的一种体现。但是面对新冠肺炎疫
情，是选择理性，根据疫情防控的要求，采取合
理的方式进行祭拜，还是选择感性不管不顾，
按照自己意愿去做？疫情之下的清明祭祖，更
需要我们用理性和包容的心态，一起携手打好
防疫攻坚战。

面对疫情，浙江各地都采取了不同的方式
来让这个清明更加清明。如：在宁波奉化区，
宁波奉化台联会组织志愿者 200多人，为台胞
开展“代祭扫”“云祭扫”服务，通过“云祭扫”的
方式，让远在他乡的亲人一同缅怀先人，寄托
哀思。其实心中装着已故的亲人、敬畏祖先的
教诲，远比在清明节时期到祖先墓前例行公事
的祭拜重要。

文明祭扫树新风，别样清明一样情。为保
护群众的身体健康、保障正常的生产生活秩
序，3月 23日，莲都区民政局发布了《关于清明
期间不返乡祭扫的倡议书》，倡议在外莲都籍
人员不返乡祭扫，党员干部率先垂范，在外人
员可以委托公墓单位或本地亲人家属代为祭
祀。同时通过实行预约限流、分时段错峰祭扫
等方式，从政策制度上进一步落实落细防疫举
措，保证祭扫活动平稳有序。

疫情持续三年以来，看到冲在一线的医护
人员，一句“哪里有危险，我们就冲向哪里”，他
们不顾安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加自由地出
行，为我们筑起了健康的防护墙。一些奋战在
卡口的公安民警、社区工作者、志愿者，24小时
全天候穿着封闭的防护服，守护着我们的安
全。作为莲都的一份子，我们也应该出一份
力，共同携手来织出一张防疫网，不能让一份
浓情的倡议指南演变得无人问津。看到朋友
圈里发的倡议书，你也可以动动手指转发一
下，让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看到。也可以
主动打电话劝导在外地的亲戚，遵守疫情防控
的要求。

当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时候，
任何难关都会渡过。面对预约限流的措施，我
们应主动按照要求执行，在祭扫的过程中，积
极配合“二码联查”，自觉出示“健康码”“行程
卡”和“清明祭扫预约码”，主动测量体温，做到
祭扫全程佩戴口罩、与他人保持 1米间距，在自
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为工作人员减轻
压力。同时也要做到严禁点香烛，烧纸钱冥
币、迷信物品和燃放烟花爆竹，推行文明新风，
用敬献鲜花、寄托哀思、缅怀故人的祭扫方式，
自觉做崇尚环保的文明人。

祭扫是一种形式，文明是一种风尚，让我
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文明祭扫，确保
清明节健康、文明、平安。

有了“掌上办”
还得常走访

□ 龙泉 陈小龙

近日，遇到一位昔日在街道工作时的
同事，他说起近年来随着数字化改革的不
断深入，“最多跑一次”和“掌上办”“网上
办”等创新举措不断涌现，既方便了群众
办事，也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但随之而
来的是干部下基层越来越少，与群众的距
离也越来越远，甚至出现“相见不相识”的
尴尬。

闻言，我颇有感触。三十多年前，我
刚中专毕业分配到一个小乡镇工作，那时
不用说手机，就是电话也尚未普及。镇干
部下村入户就靠骑车、步行，或搭乘机动
三轮车，一个农户家每年至少要跑好几
趟，比如收农业税、春耕备耕、扶贫帮困工
作等等，一来二去，彼此变得很熟络，百姓
有啥话都乐于和镇干部说说，一些问题也
就迎刃而解了。

如今，通讯手段越来越便捷，某些事项
可以直接在手机上交流，手指点点就能办
结。但很多时候，干部还必须得到实地走
一走、看一看、问一问，才能听到群众的真
实心声，厘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掌握他们的
具体诉求，特别是像矛盾纠纷化解、项目政
策处理等等这些错综复杂的工作，绝不可
能靠简单地发几条信息、打几个电话就能
轻松搞定，而是需要凭借长年累月不时走
访结下的情谊和人脉，才能让群众掏出心
窝子的话，推心置腹进行交流沟通，找到问
题的症结所在，从而寻求破解之道。那些
长期在乡镇工作的朋友对此也是深有体
会：“干部出个面，和自己说会儿话，在村民
看来就是一种尊重。”“脚勤进千家、眼勤找
问题、嘴勤讲政策、手勤干在前，收获群众
信任，就得做到勤。”可见脚沾泥土得来的
情况最真实，与群众“面对面”交流的感情
最珍贵，当面了解情况、分析问题，依然是
基层必不可缺的重要工作方式。更何况，
在农村还有老年人这样的特殊群体不会上
网，有的还没用上智能手机，他们不能成为
盲点，更不应被遗忘。

所以，我们在大力推行这些数字化创
新举措的同时，还得建立与完善相应考核
制度，避免因各种原因导致干部很难腾出
时间到群众家中走一走坐一坐。要清理规
范基层考核评比及责任状，激励干部切实
增强责任心和担当精神，多走村入户，熟悉
村容村貌，掌握所在村的党务、村务、财务
情况，对农村群众盼什么、缺什么、怕什么、
想什么要了然于胸，唯有如此才能想出更
多实招硬招破解难题，促进发展，切实提升
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